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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故事中的“真善美”让德育焕发生命力 
◆余愿媛 

（广州市越秀区五羊小学  510600） 

 
摘要：德育工作中采用叙事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真实有效、入脑入心的德

育渗透，使学生形成自主、自悟、自省的自我品德的建构机制，提高德

育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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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在学校中应该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真实的情况
却是“说时重要，做时次要，忙时不要。”使“育人为本，德育
为先”成了一句空话。德育的过程就是“知、情、意、行”的过
程，目前德育的形式多样，热烈快乐的活动后却不能触动学生内
心深处的共情点，收效不尽人意，大费周章的活动却收效甚微。 

如何在百忙的教学中提高德育的有效性，将德育抵达学生心
底深处？“叙事德育”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故事中的“真善美”
能让德育焕发生命力。 

什么是“叙事德育”？叙事德育是教师通过叙述有教育意义
的故事或生活事件影响和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健康的心理
的一种德育方式，是教师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促进学生品德健
康发展的有效方法。 

了解目前德育的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的原因，才能更好地
运用德育叙事的方式提升德育的有效性。现分析如下： 

问题一：德育内容与实际脱离。德育内容应该由学生存在的
实际问题而定，若脱离学生生活和学习的根基，学生找不到共鸣
点，无法激起道德情感，更不用说内化道德信念，外化道德行为
了。 

问题二：德育方法繁杂低效。现在的德育活动看似热闹，实
则“瞎闹”，方法看似丰富，实则低效。在晨会、班队会、品德
课……表演、游戏、竞赛、辩论……花样极多，学生乐在其中，
却留痕不深。 

问题三，德育与日常教学断离，德育应该无处不在，无孔不
入，渗透于学生所有学习和生活中。但事实上我往往将德育独立
起来，分割于教学之外，为开展德育活动而德育，导致教育效果
偏低。 

为了更好地解决目前德育低效的问题，我们可以注入“德育
叙事”，巧用故事中的真善美让德育焕发生命力。 

一、积累“叙事育人”德育内容 
叙事的内容即是故事素材，是“叙事德育”大楼的砖瓦。故

事素材积累充分，建立“叙事德育”资源库，分门别类，老师在
开展德育活动时，根据教育主题或存在问题，一个个小故事运用
时信手拈来，得心应手，感化心灵。如何组建“叙事德育”内容
体系呢？这一个个故事就如同散落沙滩的贝壳，品种多样，也良
莠不齐。我们需要做一个有心人，拾起一个个完整漂亮而又各具
特点的贝壳。如何选择？我们有选取的原则。 

（一）贴近生活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贴近学生的生活才能引起学生共鸣，

触动学生的心灵，解决学生的问题。脱离学生的实际生活，使学
生产生距离感，就如同“隔山打牛”、“隔靴抓痒”，学生只会无
动于衷。例如，用祖辈的儿时故事来教育学生，年代产生了不可
逾越的鸿沟，学生无法体会和理解，自然无法触动心灵的柔软之
处，教育大打折扣。用贴近学生真实世界的故事，以强烈的代入
感，产生逼真的角色互换体验，可以提高德育的实效。例如，选
取身边小伙伴的小故事，学生和小伙伴身处相似的生活环境，相
似的学习经历，强烈的熟悉感，更能引发学生的兴趣，更能让学
生联系到自己去思考问题，从而引发客观的反思。也可以选取老
师获父母经历的故事，老师和父母是孩子心中的榜样，是孩子模

仿的教育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生活故事及真实感受，更能让孩
子找到“真善美”，对孩子的教育更有说服力。 

（二）朴实感人 
现在是信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学生每天都可以通过电视

广播、网络、报纸杂志等渠道听各种新闻，各种故事。如何才能
吸引学生的兴趣，唤起学生的注意，到达学生的心灵深处呢？朴
实感人，引人深省的事例对于学生来说才能产生最真切的感受和
感悟。主人公的故事引人深思，故事的结局发人深省，故事的道
理意味深长，听者反复回味，难以忘怀。“感人”是“叙事德育”
的灵魂，“不感不动人”。故事中要有感点，甚至可以有泪点，故
事情节，人物命运牵动人心，故事也是朴实的，朴实的才是最真
挚的，最接近生活的，才能最感人的。故事引发情感共鸣，而“共
情”的强度决定了“明理”与“导行”的效果，所以选取的故事
素材要朴实感人，才能带来感性与理性的碰撞与整合，达到德育
的美感与效果。 

二、活用“叙事育人”德育方法 
（一）“叙事”要真情言说 
“叙述”是用语言演绎故事或事件的过程和形式。有效叙述

需要有真情。老师的叙述技巧是德育效果的关键点，语调随着情
节抑扬顿挫，神态自然真诚，“行云流水蕴心声”，感动源自共情，
富于情感的叙述声情并茂，动人心弦。真情源自于真实，老师真
实地叙述真切动人，使学生仿佛身在其中，感同身受。可以平实
的叙述，娓娓道来，润物细无声。可以生动地叙述，绘声绘色，
激发情感。这些“真善美”的小故事通过老师怀有真情实感地叙
述，老师真挚的感情转化为学生带来深刻的感悟，从“无动于衷”
到“震撼心灵”。 

（二）“叙事”要启智明理 
叙事德育的过程不是简单的“传授”的过程，而是“启智明

理”的过程。“明理”是通过道德感悟提高道德认知和形成道德
价值观念，是品德培育的核心目标。通过故事去启发引导学生产
生道德感悟，进行品德的自我建构。道理不在于生硬地灌输，应
该通过柔性的内化，“叙事”的过程是道理的渗透，故事的“感
点”老师要把握好，在能引发学生思考和感悟之处，可以采用提
问交流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发学生之间的交流，在思维
碰撞中寻找故事中真善美，老师智慧地引导，能让学生明白道理，
去除自身思想糟粕，取其故事思想精华。在学生品德形成和发展
的过程中，道德认知因素对道德行为乃至整个品德结构形成起关
键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老师的“叙事”要能启智明理，
为后面的导行打下基础。 

（三）“叙事”要养成导行 
“良好的习惯，正确的行为”是德育的最终目标。品德形成

的本质是“内生外化”，核心是自我建构。以情感为核心的叙事
德育，强化了“感触——感动——感悟”的心路历程，具有走进
心底，引导心灵，养成导行的作用。情感体验会产生情感共鸣和
感动，但情感体验必须转化认知主体的认知感悟才能形成导行的
作用。故事中的真善美，提升了学生的思想境界，明白了道理，
老师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对比反思，修正自己的行为。另外
故事中人物的行为自身就是最好的榜样，学生喜欢模仿，行为就
在反复模仿中形成习惯。所以“叙事德育”把故事中的感情和道
理转化为学生自己的观念和行为，这样的教育，学生才能真正养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三、建立“叙事育人”评价体系 
叙事德育的有效实施，必须有叙事德育评价的检验和监督，以此
作为德育效果和质量的保障。建立的评价体系以育人为本，以德



2019 年 9 月（总第 212 期） 

663  

教育科研 

育有效性为原则，体现了育人的理念，既要科学效、也要可行易
操作。评价“叙事德育”的效果如何，可以建立学生行为习惯评
价成长档案，根据学生表现行为的前后对比，进行教师评价，家
长评价以及学生互评，老师对学生的行为习惯的变化要及时进行
存档，及时发现学生的心理和行为变化，进步的要大力表扬，退
步的及时进行纠正，不断探索学生行为习惯的成长规律，积累材
料，改进“叙事德育”的方法，不断提高德育的有效性。 

简单有效“叙事”的方法减轻老师的德育工作负担，让老师
从繁杂的德育活动中解脱出来，学生乐于接受“叙事”德育的方
式，感化于故事中，培养良好的道德意识，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提高了德育工作的有效性，让德育焕发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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